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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 通讯员 杜波霞 文／图

眼下，巍山县青华乡柠檬迎来成
熟期，优良的品质加上销售顺畅，酸柠
檬变成了村民增收的“黄金果”。

9月4日，笔者走进青华乡西窑村
香水柠檬临时收购点，只见一派热火
朝天的繁忙景象，几十名工人正在忙
着将柠檬果分拣、分级、包膜，包装成
箱后整齐地码在一起。

收购点负责人罗家琴正忙着和工
人一道将柠檬果进行分级，他告诉笔
者，目前，收购点除收购本乡的柠檬
外，还在附近的五印、牛街等乡镇进行
收购。以前，在柠檬大量上市的季节，
如何更快、更好地销售一直是个难
题。今年，因为与多家零售商和代理
商建立了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加之市
场对香水柠檬的需求量较大，便设立
了这个柠檬收购点，既满足了市场需
要，也解决了果农后顾之忧。

“现在的香水柠檬售价每公斤约
8元至23元，除去种植成本，按柠檬树
龄 2年至 4年、平均每亩产出柠檬 400

公斤至 1500公斤来算，果农种植柠檬
效益还是不错的。”罗家琴表示。

附近的村民依靠柠檬产业也获得
了不错的收入。

“这份工作离家近，我有空就来，
一天能包 20箱左右，有 100多元钱工
钱，包了半个月，差不多有 2000 元收
入，很不错。”帮忙包膜装箱的银厂村
村民刘农仙高兴地说。

据悉，收购点每天收购鲜果 20
吨左右，雇用 20至 30个工人，全力应
对柠檬采收高峰。目前，鲜果包装、运
输等用工量达 1500多人（次），支付劳
务费 50万元，解决了当地农村剩余劳
动力就近就地务工难题。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
2019年，在沪滇资金帮扶下，青华乡开
始种植柠檬，目前，建成柠檬种植基地
16 个，种植柠檬 4680 亩，其中盛果
1500余亩。2023年，青华乡柠檬鲜果
产量 500 吨，其中香水柠檬 480 吨、
尤力克柠檬20吨。2024年，预计柠檬
鲜果产量 950 吨，其中香水柠檬 930
吨、尤力克柠檬20吨。

巍山县青华乡——

柠檬有点酸 日子却越来越甜

工人将收购的柠檬进行包膜装箱。（摄于9月4日）

□ 通讯员 杨福军 文／图

几 场 绵 绵 细 雨 湿 透 了 永平县
北斗乡梅花村委会苍卜塘村民小组的
香竹林，村民们提着竹镖、背着背篓、
挎着砍刀，纷纷走进竹林，享受采笋增
收的“幸福时光”。

“满山满坳都是香竹，我们靠山吃
山、靠竹吃竹，每年香竹笋出土，早早
就被城里的饭店预订了，收入相当可
以。现在的日子就像香竹一样节节
高。”香竹大户字树明一边采竹笋，一
边高兴地说。

苍卜塘村民小组气候湿润，是香
竹生长的理想之所。先辈们靠竹营
生，手工编制的竹篮、帽子、背篓、簸
箕、筛子等竹制品，美观实用，俏销四
乡八街。

近年来，苍卜塘村民小组受益于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扩竹、兴竹、护

竹并举，成就“因竹而美、因竹而富、
因竹而兴”新图景。挂包帮扶单位永
平县政协通过志智双扶、鱼渔双授，实
现香竹笋产笋期更长、产量更高、味道
更美。

“今天（9月6日）挖了100多斤笋，
每斤五六元，有 500 多元的收入。火
把节到现在，陆陆续续卖香竹笋收入
9200多元，效益不错。”说话间，字树明
用竹镖刨开香竹笋周围的泥土，然后
用力往笋根一插、一扳、一提，伴随着
清脆的断裂声，一棵约三斤重的香竹
笋就被带出了土。

据了解，苍卜塘村民小组现有香
竹 70亩，25户村民户户栽竹采笋，今
年香竹笋产量估计可达 4 吨，收入可
达5万元，户均可增收2400元。

茂竹漫山，满眼皆绿。村民们穿
梭其间，弯着腰，找笋、看笋、挖笋、起
笋，忙并收获着、累并快乐着。

永平县梅花村苍卜塘村民小组——

日子就像香竹一样节节高

字树明在挖香竹笋。（摄于9月6日）

祥 云 县 禾 甸 镇 小 淜 村 五 指 山
黑泥箐的桃园里，工人在采摘秋桃。
（摄于9月9日）

禾甸镇通过“支部搭平台、农户来
唱戏”的发展模式，引进国庆桃、蟠桃、
晚秋桃等多个秋桃品种，秋桃产业快
速发展。目前，全镇秋桃种植面积有
500余亩，亩产优质秋桃6000余斤，年
产值达1000万元。
［通讯员 陈治学 苏娜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石绍兴）宾川产业
园区以创优提质发展为统领，抓实各项
工作，园区在全省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
排位中地位持续巩固，实现争先进位。

今年以来，宾川产业园区以创优
提质发展为统领，按照“产业提质、载
体提能、要素提效”的原则，砥砺奋进，
推动规划引领、主导产业培育、运营机
制创新、管理体制优化、要素保障强
化，通过园区建设攻坚行动，实现园区
服务功能、承载能力和发展水平的提
升，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价值
链融合发展，推进特色产业集聚发展，

切实做好园区企业生产经营、在建项
目推进、项目招商落地等全过程保障
服务工作。

2024年上半年，宾川产业园区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157.5%，全省排位第13位
（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368.8%，
全省排位第 10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19.9%，全省排位第14位；规上工业总
产值增速 15%，全省排位第 16 位；营业
收入增速16.3%，全省排位第17位；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数增速 17.6%，全省排位
第 32位；主导产业集中度 15.84%，全省
排位第51位。

宾川产业园区经济指标实现争先进位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世祖 杨舒越）
近年来，超过 100名怀揣梦想的大学生
回到家乡——祥云县祥城镇返乡创业、
参与基层治理，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
鲜血液”。

祥云县祥城镇不断创新思路，邀请
农业专家、致富带头人等组成导师团
队，全心全意为大学生返乡兴村创造机
会、铺路搭桥。同时，鼓励他们参与基
层治理，将返乡大学生中的党员吸纳到
青年人才党支部，通过“乡村振兴大讲
堂”“万名党员进党校”等，搭建学习与
交流平台，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李新惠回到家乡祥城镇褚家营社
区，创建了“牧野时光星空露营基地”。
这个充满创意的项目，不仅为游客提供
了宁静的星空露营体验，还带动了周边
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 20 多个就业岗
位，为乡村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将学到的知识服务于父老乡亲，

是我最大的梦想。”任月月作为祥城镇
程官村委会的基层治理专干，立志用专
业知识回馈家乡。她将所学的“食品质
量与安全”专业知识融入村务工作之
中，积极参与关爱农村“一老一小”行
动。8月 27日，程官村“幸福园”正式运
营，任月月负责食材检验，确保每一份
餐食的安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家乡
的深情厚谊。

熊军是“回引人才”计划中的一
员。大学毕业后，他回到祥城镇罗家
村，担任村委会副主任，肩负起乡村振
兴各项重要任务。他以真诚赢得群众
信任，扎根乡土、心系村民，为罗家村的
和谐与繁荣贡献着青春力量。

每一个回归的青年，都是一颗闪耀
的星辰，照亮着家乡的未来。祥城镇，
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在一批批返乡大
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正书写着乡村振兴
的崭新篇章。

祥云县祥城镇百余名大学生返乡兴村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三线双斑鱯
保护级别：国家

二级（仅限野外种
群）。

分 布 ：珠 江 、
元江水系。

身体三条线，鳃
部和尾部有一斑点。

长背鲃
分 布 ：澜 沧 江

下游。
中 下 层 小 型 鱼

类，生活在江河流水
中，非常少见。

异斑小鲃
分布：瑞丽河。
全 身 反 射 金 黄

色的光泽，尾部有一
较大圆形黑斑。繁
殖期间雄鱼背鳍和
腹鳍发红，体侧中部
或尾柄呈亮黄色，更
加艳丽。


